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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会议活动预告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人数 联系人

3月26-28日 北京 第十届中国水业院士论坛 1000 夏 韵18611516298

4月8-9日 义乌 2021自来水水表和阀门选型与管理研修班 150 路恒18811581764，侯培强13810395340

5月12-15日 长沙

2021给水大会（3个论坛、1个沙龙、1个培训班）

中国城市智慧水务高峰论坛

给水厂现代化技术改造论坛

二次供水与老旧小区给水系统改造论坛

供水优化营商环境沙龙

供水管网产销差控制研修班

2000

智慧：杨 曦18410201827

水厂：王 祺15600027982

二供：贠金娟15201348767

培训：侯培强13810395340

备用：张 杰18500045167

6月23-25日 宜兴
2021中国农村污水治理与饮水安全提升高峰论坛

（第五届）
500

李金龙18910635575

侯培强13810395340

8月13-15日 上海
国家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联盟 换届大会

暨污泥处理处置特色案例参观活动——上海站
200

杨 曦18410201827，夏韵18611516298

张 杰13661226513

9月1-3日 合肥

绿色工厂厂务大会

绿色工厂洁净厂房节能技术论坛（暖通空调）

绿色工厂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论坛（给水排水）

300
张美雪18810946466，王 祺15600027982

夏 韵18611516298，张 杰13661226513

9月6-8日 南京
中国建设科技博览会（建筑、结构、幕墙、水暖

电全专业）
——建筑给水排水热点技术论坛

2000
200

杨 曦18410201827，王玉婷15210416200
张 杰18500045167

9月15-18日 重庆 2021中国城市垃圾渗沥液处理论坛（第八届） 700 王 祺15600027982，张 杰18500045167

10月13-16日 武汉

2021排水大会

（污水系统提质增效、污泥处理处置）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污泥专委会 年度活动

1000

污泥：杨 曦18410201827

污水：王 祺15600027982

备用：张 杰13661226513

夏 韵18611516298

10月27-29日 苏州 2021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水系统分会年会 400 杨 曦18410201827，贠金娟15201348767

11月10-12日 广州
2021水环境大会 （分设2个分论坛）

黑臭水体治理论坛海绵城市与排涝论坛
800

海绵：王 祺15600027982
黑臭：李新鑫18428387942
备用：侯培强13810395340
夏 韵18611516298

其他待定

会 议 活 动 预 告 详 情
《给水排水》官方微信

22万+专业粉丝共同关注



我国农村污水设施现状与发展报告Ⅱ

陈 永 郭 芳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

2021.06

技术路线与建管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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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技术选用分析

三、建管模式分析

四、发展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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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政策背景

序号 法律名称 颁布时间 最新修订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年 2014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1988年 2016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1984年 2018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2021年 -

➢政府立法规范行业发展

➢国家政策引领行业发展

 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布

 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02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公布

 2021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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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技术政策促进行业发展

➢金融政策保障行业发展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
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

作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2019年印发，用

于规范和指导我国农村地区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
的指导意见》

十部委2021年联合发文，提
出可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的
重点工程并健全污水资源化
利用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等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生态环境部2019年印发，

指导各地以县级行政区域
为单元，科学规划和统筹
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指导意见》

九部委2021年联合发文，

明确了东中西部地区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总体要
求和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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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2  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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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不同省份镇、乡生活污水处理比例（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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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地域不平衡现象突出。

1.2  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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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增速明显，但比例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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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目前，31省市已制定地方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但是，从已经发布的地方排放标准来看，

存在着一些争议。

标准分级

标准排放限值

标准要素

标准实施后果

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不能一味求高，而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因地制宜。

1.3  标准

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应主要针对耗氧物质，重在控制黑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注重资源化利用。

➢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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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 技术标准

农村污水与厕所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框架

综合通用

农村生活污水 农村厕所
通
则

术
语
与
符
号

分
类
与
编
码

协
同
处
理

环
境
评
价

综
合
治
理

设
施
设
备

建
设
验
收

管
理
管
护

设
施
设
备

建
设
验
收

管
理
管
护

卫
生

《关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标技 [2020] 207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124-2008

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CJJ/T 54-2017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574-2010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 GB/T 37071-201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2019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
评价技术要求 GB/T 40201-2021

需要加快农村污水治理工程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关于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标技 [2020] 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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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技术选用分析

三、建管模式分析

四、发展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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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2.1 技术选用研究思路

农村污水治理技术工艺选用困难：

➢ 照搬城市污水处理技术工艺，偏离农村实际需求

➢ 现有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工艺较多，但选用依据不足

工程类型 距离要求 适用条件

单户分散型
原位

就地处理
适用于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
地形地貌复杂的地区。

单村集中型 村与村距离>5km
适用于农户居住较集中、人口
规模较大、地势平缓、经济条
件也相对较好的地区。连片集中型 村与村距离<5km

处理模式

分散处理 村落集中处理

纳入城镇排水管网

收集模式：纳管模式、分散收集模式、集中收集模式

高
峰
论
坛

”《
给
水
排
水
》
杂
志
社

 6
月

23
-2

5日
宜
兴

“2
02

1（
第
五
届
）
中
国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与
饮
水
安
全
提
升



二、技术选用分析

2.2 技术工艺特性分析

技术
名称

特点
描述

优点 缺点
地区地形
适宜性

规模
适宜性

技术
要求

适宜性

经济条件适宜性 环境要求
适宜性建设

成本
运维
成本

化粪池

利用沉淀和厌氧微生物发
酵的原理，以去除粪便污
水或其他生活污水中悬浮
物、有机物和病原微生物
为主要目的的小型污水初
级处理构筑物

结构简单、易施工、
建设和运行成本低、
维护管理简便

沉积污泥多，需
定期进行清理；
出水水质差，一
般不能直接排放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适用于

单户或相
邻几户的
分散式处
理

无特殊要
求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一般

稳定塘

经过人工适当修整的土地，
设置围堤和防渗层的污水
池塘，主要依靠自然生物
净化功能使污水得到净化

工程结构简单，投
资成本低；出水水
质好，可用于农业
灌溉，实现污水资
源化；运行费用低，
维护管理简便

污泥负荷低；占
地面积大；污水
净化效果受季节
和气候影响大；
塘中水体污染物
浓度过高时会产
生臭气和滋生蚊
虫

适用于有自
然池塘、闲
置沟渠的农
村

适用于单
村或小规
模集中型

无特殊要
求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一般，病
原体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人工

湿地

通过人工设计、改造而成
的半生态型污水处理系统，
主要由土壤基质、水生植
物和微生物三部分组成，
通过过滤、吸附、沉淀、
离子交换、植物吸收和微
生物分解来实现污水的高
效净化

投资费用省，运行
费用低，维护管理
简便，水生植物可
以美化环境，调节
气候，增加生物多
样性

污染负荷低，占
地面积大，设计
不当容易堵塞，
处理效果受季节
影响，随着运行
时间延长除磷能
力逐渐下降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占地面积相
对较大

分散式和
集中式处
理均可，
分散处理
一般为庭
院人工湿
地

有景观需
求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一般，病
原体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高
峰
论
坛

”《
给
水
排
水
》
杂
志
社

 6
月

23
-2

5日
宜
兴

“2
02

1（
第
五
届
）
中
国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与
饮
水
安
全
提
升



二、技术选用分析

2.2 技术工艺特性分析

技术
名称

特点
描述

优点 缺点
地区地形
适宜性

规模
适宜性

技术
要求

适宜性

经济条件适宜性 环境要求
适宜性

建设
成本

运维
成本

土地

渗滤

一种人工强化的污水生态
工程处理技术，充分利用
在地表下面的土壤中栖息
的土壤微生物、植物根系
以及土壤所具有的物理、
化学特性将污水净化

对污水的缓冲性能
较强，工程简单，
基建投资省，污水
处理能耗低，维护
方便，处理成本低，
还可以与农业利用
相结合

污水停留时间长，
占地面积大；处
理效果不稳定，
受季节和气候影
响大；

适用于地形
平坦地区，
土地面积相
对丰富

适用于单
村或小规
模集中型

需 做 好 防
渗工程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生物

接触

氧化

池体内填充填料，污水浸
没全部填料，通过曝气充
氧，使氧气、污水和填料
三相充分接触，填料上附
着生长的微生物可有效地
去除污水中的悬浮物、有
机物、氨氮、总氮等污染
物

结构简单，占地面
积小；污泥产量少，
无污泥回流，无污
泥膨胀；对水质、
水量波动的适应性
强；操作简便

加入生物填料导
致建设费用增高；
可调控性差；对
磷的处理效果较
差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占地面积相
对较小

单村或连
片集中型
均可

无特殊
要求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高负荷

生物

滤池

生物膜法的一种，在普通
生物滤池的基础上，采取
处理水回流措施，降低进
水浓度，主要去除污水中
悬浮物、有机物、氨氮等
污染物

占地小、投资省、
抗冲击能力强、处
理效果稳定

进水浓度不能太
高；生物滤池后
须设置二次沉淀
池以沉淀悬浮物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占地面积相
对较小

单村或连
片集中型
均可

适用于年
平均气温
较高的地
区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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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2.2 技术工艺特性分析

技术
名称

特点
描述

优点 缺点
地区地形
适宜性

规模
适宜性

技术
要求

适宜性

经济条件适宜性
环境要求
适宜性

建设
成本

运维
成本

SBR

序批式生
物反应器

活性污泥法的一种，集进
水、曝气、沉淀、出水于
一池中完成，间歇运行

工艺流程简单，运
行方式灵活，基建
与维护费用较低、
耐冲击负荷能力强

运行维护要求高；
间歇排水，容积
利用率较低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占地面积较
小

集中和分
散式处理
均可

好 氧 区 需
要 提 供 动
力曝气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MBR

膜生物
反应器

一种将膜分离与传统污水
生物处理技术相结合的污
水处理工艺，不用特别考
虑污泥的沉降性能，可大
幅提升污泥混合液浓度，
提高污泥龄（SRT），从

而降低剩余污泥产量，提
升出水水质。

耐冲击负荷能力强；
剩余污泥量少，污
泥膨胀几率降低；
可高效去除氨氮及
难降解有机物；占
地面积小，不受应
用场合限制；易于
从传统工艺进行改
造；运行控制趋于
灵活，能够实现智
能化控制。

建设和运行成本
高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处理效率较
高，占地面
积相对较小

单村或连
片集中型
均可

好氧区需
要提供动
力曝气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很好，对
氮磷有去除
效果，对病
原细菌和病
毒的去除效
果好

一体化
小型设备

一般由较为成熟的生化处
理技术组合而成，处理工
艺主要是厌氧工艺、A/O

工艺、MBR工艺等

装置结构紧凑、占
地面积小、抗冲击
负荷能力强、出水
水质稳定、操作简
单

建设费用和运行
费用高

适用于各类
地形条件，
占地面积较
小

适用于分
散式或小
规模集中
型处理

好氧区需
要提供动
力曝气；
水质波动
小

- - 有机物和悬
浮物去除效
果好，对氮
磷有去除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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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2.3 技术选用分析

技
术
选
用
主
要
考
虑
因
素

地形地貌

土地条件

气候条件

经济条件

居住模式

西部地区 地形气候、经济条件、出水去向

中部地区 居住模式、经济条件、出水去向

东部地区 土地条件、出水去向

将全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等；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等。

收集

处理

进水水质

排放
出水去向

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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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2.3 技术选用分析

村庄类型
出水去向 可选择的技术路线

西部
欠发达
地区

备注

偏远山区；
干旱缺水、高

寒地区
农田施肥

1.粪尿分集式旱厕+尿液发酵和粪便无害化处理
2.双坑交替式旱厕+粪便加土密封降解
3.原位微生物降解生态厕所+自然降解
4. 黑、灰水分离+粪便无害化处理

全国适用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化粪池（包括三格式、双翁式）
2.厌氧发酵池

中部
较发达
地区

全国适用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化粪池（厌氧生物膜）+稳定塘
2.化粪池+土地渗滤
3.（黑水、灰水）收集沉淀+人工湿地
4. （黑水、灰水）收集沉淀+土地渗滤

东部
发达地区

全国适用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化粪池（厌氧生物膜）+稳定塘
2.化粪池+土地渗滤
3.（黑水、灰水）收集沉淀+人工湿地
4.（黑水、灰水）收集沉淀+土地渗滤

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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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村庄类型
出水去向 可选择的技术路线

西部
欠发达
地区

备注
土地闲置
面积较大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预处理+人工湿地
2.预处理+土地渗滤

中部
较发达
地区

土地闲置
面积较大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预处理+厌氧处理单元+土地渗滤/人工湿地
2.预处理+人工快渗/生物稳定塘+人工湿地
3.预处理+人工快渗

全国适用 水环境敏感区 1.预处理+生物处理+土地渗滤/人工湿地/生态滤池

东部
发达地区

土地闲置
面积较大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预处理+厌氧处理单元+土地渗滤/人工湿地
2.预处理+人工快渗/生物稳定塘+人工湿地
3.预处理+人工快渗

水环境敏感区
1.预处理+生物接触氧化池/SBR+土地渗滤/人工湿地
2.预处理+氧化沟+人工湿地
3.预处理+A/O+人工湿地

土地紧张

农田灌溉
或排入沟渠

1.预处理+生物接触氧化池/SBR

2.预处理+氧化沟/生物滤池
3.预处理+A/O

水环境敏感区

1.预处理+接触氧化+MBR

2.预处理+MBR

3.预处理+A2/O+MBR

4.预处理+A2/O

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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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西
部
地
区
案
例

内蒙古自治区-

服务人口：* 处理类型：分散处理

处理工艺：黑、灰水分离+粪便无害化处理

管理方式：村民自主管理，当地帮扶企业定期收集处理

出水去向：农田堆肥

黑水
（冲厕水）

灰水
（洗涤水）

具体实施：每户新建一个玻璃钢化粪池，用于该户日常污水的排放和收集，由当地帮扶企业运用移

动式污水处理车定期收集处理，实现污水处理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化粪池
过粪管 虫卵沉淀、腐化发酵 粪肥

就地还田

用于绿化或
降尘

高温堆肥

高
峰
论
坛

”《
给
水
排
水
》
杂
志
社

 6
月

23
-2

5日
宜
兴

“2
02

1（
第
五
届
）
中
国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与
饮
水
安
全
提
升



二、技术选用分析

中
部
地
区
案
例

安徽省合肥市-

设计处理规模：*t/d 服务人口： *人

处理类型：集中处理 管理方式：专人管理

处理工艺：预处理+生物处理（A/O）+生态滤池

出水去向：水环境敏感区

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调节池 污泥干化池
循环流A/O

一体化设施
生态滤池

生活污水 出水

污泥回流 污泥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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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选用分析

东
部
地
区
案
例

河北省邢台市-

设计处理规模：*t/d 服务人口：*人

处理类型：集中处理 管理方式：专人管理

处理工艺：预处理系统+供氧BBR处理系统

出水去向：农田灌溉

排放标准：《河北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DB13/2171-2015）一级A标准

化粪池 预处理系统
（格栅+调节池）

供氧BBR处理系统
（水解酸化+接触氧化+

催化氧化+消毒）

生活污水 出水

定期清理
污泥

污泥回流

高
峰
论
坛

”《
给
水
排
水
》
杂
志
社

 6
月

23
-2

5日
宜
兴

“2
02

1（
第
五
届
）
中
国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与
饮
水
安
全
提
升



一、概述

二、技术选用分析

三、建管模式分析

四、发展建议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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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管模式分析

3.1 运行管理模式

•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权移交给行政村，村民担任运营管理员；行政村直接负责设

施的维护管理工作。

村民自主管理

•由政府成立专职部门或机构统一对管辖区内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分类管理。

政府直接管理

•污水处理设施委托给具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资质的专业公司来管理，可将

设施按区域划分委托给多个专业公司运营管理。

委托专业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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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管模式分析

运营管理

模式类型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村民
自主管理

日常管理维护方便、
资金开支相对较少

村民专业知识水平
相对较低，管理质
量具有不确定性

经济条件一般，
设施管理维护简
单，管理质量要
求较低

政府
自主管理

管理质量相对较好

增加财政压力，执
行效率较低，政府
执法部门监管效果
不佳

经济条件较好，
运行管理质量要
求较高

委托专业
公司管理

运行管理质量好

资金需求量大，比
较适合于经济较为
发达及重点水域地
区

经济条件好，设
施管理维护复杂，
且对运行管理质
量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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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管模式分析

3.2 建管一体化模式

类型 资金来源 实施主体 产权

EPC+OM
上级补贴资金、当地

政府(区县)和居民自筹
专业第三方(企业) 当地政府

BOT 企业融资 专业第三方(企业) 专业第三方(企业)

PPP
专业第三方(>50%)、当

地区县政府共同来承担
专业第三方(企业) 专业第三方(企业)和政府共有

建管一体化基本模式（资金产权角度）

类型 特点

集约化管理模式 以区县为单位，采取“小城镇建设先行，再以镇带村，最后集中化运营”的方式

智慧化管理系统
基于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实时在线监控和管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状态。

建管一体化发展模式（管理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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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建议与展望

4.1 优选技术模式，建立协作技术应用推广体系

确定适宜的治理技术与模式

➢ 不同区域农村所需要的技术与模式不同，科学分析技术和模式的特点、适宜性等；

➢ 在区域特别复杂的地区，要进行新技术和模式的研发探究，提高技术的地区适应性。

细化技术参数，协助技术应用推广

➢ 相关单位科学细化各类技术的指标参数，提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供给清单；

➢ 基层管理部门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进程中，基于不同区域农村污水治理需求，提出一份“自

下而上”的技术需求清单；

➢ 通过技术供给与需求清单的衔接，推出一批宜复制宜推广的技术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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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多

元化全

过程监

管机制

建立职

责明确

化的多

部门合

作机制

健全基

础设施

管护长

效机制

四、发展建议与展望

4.2 完善建管机制，确保运行质量长效稳定

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建设、验收和运维等的全过

程监管，建立一种以政府执法为主，农村居民、社会参与的多元

化农村污水治理监管机制。

政府完善相关的管理、运行和

维护机制：对农户提出适当的付

费机制；鼓励非政府组织协助基

础设施的后期管护；技术专人负

责农村基础设施的定期维护。

各部门之间建立协调合作机制：

制定责任清单，使各部门职责明

确化；调整环保、财政、生态等

配套政策，确保各部门之间政策

衔接顺畅；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

有效沟通联系，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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